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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农业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、 提高质
量， 在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， 确保粮食安全和
食品安全［6�］。 在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背景下， 发
展现代农业， 确保粮食安全，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作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人员， 最重要的工作是多
到农村走一走， 多与农民交流， 真正了解农民的
诉求； 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 担负起服务“三农”
的责任， 为农民的生产、 生活服务； 要与时俱进，
多学习中央有关农业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，
提高推广技能， 能让新技术、 新品种、 新成果顺
利地转化为生产力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 人类若不能很好地处理与自
然界的关系， 往往会作茧自缚。 两汉时期， 河西
走廊地区的开发为中国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，
但由于当时对生态环境规律认识不够， 战争、 垦
殖、 乱砍滥伐等人类活动的过度参与加大了生态
环境的承载容量， 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历史的遗
留而不断影响着后世［7�］。 因而， 要大力研究和推
广农作物绿色增产等技术， 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

的农业发展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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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介绍了青稞新品种黄青 2 号的品种来源、 特征特性、 产量表现及栽培技术要点。 在 2009—2011 年
第三轮国家青稞品种区域试验中， 黄青 2 号平均折合产量 4 086.0 kg/hm2， 比对照品种康青 3 号增产 15.3%。 表
现综合性状优良， 耐寒、 耐旱， 丰产性好， 适应性广。 适宜在青海西宁、 互助、 四川马尔康、 道孚， 甘肃甘南，
云南迪庆青稞种植区种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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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， 平均
海拔 3�000�m， 大部分耕地分布在海拔 2�400～
3�200�m， 寒冷湿润， 无霜期短， 自然条件差的高
寒阴湿区［1～3�］。 青稞以其早熟、 耐寒、 耐瘠， 抗
逆性强等优异种性成为甘南高海拔地区种植的优
势作物［4～5�］， 常年播种面积 1.53 万 hm2 左右，

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各类农作物之首。 青稞新
品种黄青 2 号原代号 9642， 为甘南州农科所通过
杂交选育而成， 在 2009�— 2011 年第三轮国家青
稞品种区域试验中， 平均折合产量 4� 086.0�
kg/hm2， 比对照品种康青 3 号增产 15.3%。 具有
耐寒、 耐旱， 丰产性好， 适应性广等特点。 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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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通过全国小宗粮豆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定
名。
1���品种来源

黄青 2号原代号 9642。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业科
学研究所 1996 年以 84-41-5-3 为母本、 91-88-2
为父本杂交， 经系谱法选育而成， 2001年参加品鉴
试验， 2002�—2004 年参加品比试验， 2005�—2007
年参加甘南州青稞品种区域试验， 2009�—2011 年
参加第三轮国家青稞品种区域试验。
2���特征特性
2.1 植物学特征

幼苗直立， 苗期生长旺盛， 叶绿色。 株型紧
凑， 叶耳白色。 茎秆坚韧、 粗细中等， 全抽穗习
性， 穗脖半弯， 植株生长整齐。 穗长方形， 四棱，
小穗密度稀。 长齿芒， 窄护颖， 籽粒淡黄色， 椭
圆形， 硬质， 饱满。
2.2 生物学特征

春性， 生育期 116�d， 中熟类型。 株高 99.8�
cm， 穗粒数 41.2 粒， 千粒重 43.8�g。 成熟后期口
紧， 落黄好， 耐寒、 耐旱、 抗病、 抗倒伏。
2.3 品质

籽粒含碳水化合物 707�g/kg、 蛋白质 119�g/kg、
脂肪 18�g/kg。
2.4 抗病性

经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抗性鉴
定， 该品种在田间表现中抗青稞条纹病。
3���产量表现

2005�— 2007 年参加在甘南州农业科学研究
所、 临潭县下河滩村、 卓尼县上卓村、 夏河县麻
莲滩村、 合作市加拉村 5 个不同生态区域进行的
甘南州青稞品种区域试验。 3�a�平均折合产量 4�107�
kg/hm2， 比统一对照品种康青 3 号 （CK1） 增产
19.0%， 比当地对照品种肚里黄（CK2）增产 20.2%。
2009�— 2011 年参加在甘肃合作市、 青海西海镇、
青海西宁市、 青海互助县、 四川马尔康县、 四川
道孚县、 西藏拉萨市、 云南迪庆州 8 个不同生态
区域进行的第三轮国家青稞品种区域试验。 3�a 平
均折合产量 4�086�kg/hm2， 比统一对照品种康青 3
号（CK1）增产 15.8%。 2008�—2011 年在甘南州合作
市、 夏河县、 临潭县、 卓尼县示范种植 30.59�hm2，
折合产量 3�105～5�172�kg/hm2， 较当地种植品种增

产 10.9%～42.9%， 折合平均产量 3�985.5�kg/hm2，
较当地种植品种增产 20.6%。 2011 年参加在四川
马尔康县、 四川道孚县、 云南迪庆州 3 个不同生
态区域进行的第三轮国家青稞品种生产试验， 折
合平均产量 3�234.0�kg/hm2， 较统一对照品种康青
3 号（CK1）平均增产 7.0%， 比当地对照品种肚里黄
（CK2）平均增产 10.2%。
4���适宜种植区域

适宜在甘肃甘南州， 青海西宁市、 互助县、
四川马尔康县、 道孚县， 云南迪庆州青稞种植区
种植。
5���栽培技术要点
5.1 合理轮作

选择油菜、 马铃薯、 豆类、 绿肥作物及轮歇
地等茬口， 避免重茬。
5.2 科学施肥

播前根据当地条件一次性施入农家肥 30�000～
45�000�kg/hm2、 磷酸二铵 112.5～150.0�kg/hm2、 尿
素 75�kg/hm2 作基肥， 缺少农家肥的地方施磷酸二
铵 225～300�kg/hm2、 尿素 150�kg/hm2， 氮磷比以
1∶0.9～1.1 为宜。
5.3 适时播种

海拔 2�400～3�200�m 的青稞种植区适宜播期
是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。
5.4 合理密植

土壤肥力好的地区采取条播方式， 下籽量以
450 万～525 万粒 /hm2 为宜， 即播量 216～247.5�
kg/hm2。 管理措施好的地方取播量下限， 反之取播
量上限。
5.5 田间管理

苗期田间若杂草大量萌发生长， 应选晴天进
行人工松土除草， 使土壤表层通透性得到改善。
也可根据需要在 3～4 叶期用麦瑞（10�%苯磺隆可
湿性粉剂）67.5～112.5�g/hm2 对水 450～600�kg 进行
茎叶喷雾防除阔叶杂草， 也可和爱秀（5�%唑啉草
酯乳油）混合施用防治野燕麦及杂草。
5.6 适时收获与脱粒

人工收获以蜡熟末期为宜， 即 80％～90％穗
色转黄、 籽粒变硬收获， 至全田成熟时割完， 打
捆、 风干， 及时脱粒、 晾晒、 入仓。 机械收获在
完熟期即所有的植株茎叶变黄， 籽粒变硬选择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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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天气进行收割， 收割后及时清选、 晾晒、 入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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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果枸杞（Lycium ruthenicum Murr）是茄科枸
杞属多年生耐盐、 抗旱植物， 分布于我国西部地
区， 其成熟浆果中富含紫红色色素， 属于典型的
天然花色苷类植物色素资源， 具有重要的药食保
健价值［1～2�］。 为遏制近年来市场需求量猛增、 黑
果枸杞价格上涨带来的乱挖乱垦乱采局面［3～4�］， 使
这一特色植物资源尽快向生态经济良性发展， 我
们优选优良株系， 采用组培技术生产穴盘苗以期
为工厂化育苗提供可能， 并保证遗传特性优良。
1���外植体的建立

材料采自青海诺木洪农场野生优良单株， 优
选结果性好、 生长健壮的优良株系一年生休眠枝
条， 用自来水冲洗 20�min， 剪成带 1 个芽的小段。
在超净工作台上， 用 75%酒精浸泡 30�s， 再置于
0.1%升汞溶液（加1~2滴吐温20）中消毒 15�min， 然
后用无菌水冲洗 5 次， 用消毒滤纸吸干茎段表面
水分。
2���初代培养

将外植体接种到芽诱导培养基 MS+0.5�mg/L�
6-BA+30�mg/g 蔗糖 +6�mg/g 琼脂上， 培养基 pH�

6.0， 培养温度（22±1）℃、 光照 12�h/d、 光照度 40�
μmol/（m2·s）， 培养 30�d 后可有新茎形成。
3���继代培养

将诱导的新茎剪段转接入继代培养基 MS+�0.3�
mg/L�6-BA�+�0.�05�mg/L��NAA�+30�mg/g 蔗糖 +6�mg/g
琼脂中， 培养基 pH 和培养条件同初代培养， 约
20�d 后丛生芽产生， 40�d 后有 5～6 个芽体长至
5～6�cm， 此时可转瓶剪段在继代培养基中继续扩
繁（图1）。

图 1���黑果枸杞的组织培养继代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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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采用黑果枸杞野生优良单株上一年生休眠枝芽为材料，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， 经消毒灭菌， 芽诱导、 继代
培养、 生根培养， 进行炼苗移栽， 成活率可达 8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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